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裴文中先生是北京猿人第一头盖骨的发现者
，

中

国旧石器考古学奠基人
，

中国史前考古学
、

古人类学

和第四纪地质学的主要创始人
。

在先生百年诞辰和北

京猿人第一头盖骨发现 �� 周年之际
，

谨以此文对他

丰富多采的一生做一简略的追记和评述
，

以资纪念
。

仿徨中的探索

裴文中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动荡和战乱中度过 的
。

国与家的贫穷和时局的混乱促使他在痛苦中思索
，

在

仿徨中探求
，

并勇敢地去实践 自己的诉求
。
�� 岁时

，

在开平高等小学读书的裴文中便在父亲的鼓励下
，

在

街头和庙会上发表演说
，

痛斥袁世凯与 日本签订
“
二

十一条
”
的卖 国行径

。
����年少年裴文中在滦州省

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
，

在北平学生五四运动爱国热浪

的熏染下
，

他热心投人运动
，

积极声援北平学生
，

并

作为班代表参加校学生 自治会的工作
，

负责与校外联

络和宜传
。

���� 年裴文中考人北京大学预科
，

���� 年转人本

科地质系
。

家境贫寒使得他不得不半工半读
，

兼职小

学
“
全能

”
教师

，

在报社作校对
，

替别人整理稿件
，

间或

从事文学创作
，

将小说
、

杂文向报刊投寄
，

以赚取稿费
、

资助学业
。

在因需而写的创作中
，

裴文中逐渐萌生了

浓厚的文学创作欲望并展现出才华
。

����年秋第二次

直奉战争爆发
，
山海关战火交织

，

裴文中将对亲人的担

优和国家的忧患之情写人小说《戎马声中》 ，

发表在 《展
报 》副刊上 ，

得到 了鲁迅先生的欣赏
，

称其为
“
乡土文

学
”
之一种

，

称赞其文风
“
信手写来

，

不事雕琢
” 。

在此期

间他的一篇散文 《走过 � 学校的门 口�
，

表达了反帝反

列强的决心
。 “
五形

”
惨案后他在 《晨报 》上发表署名 “

革

命
”
的三字长歌

，

宜传反英反 日
。

这首长歌曾印成传单
，

被游行队伍在全市散发
。

裴文中对地质学本无多大的兴趣
。

在国破家亡的

危机面前
，

他与许多有志青年一样以拯救国家
、

振兴

民族为 己任
， “

有志于办党办报
” ，

并满腔热忱投人

其中
。

����年裴文中在李大钊 的介绍下加人中国共

产党
，

参加北京大学地下党小组的活动
。

其后北平党

组织遭到破坏
，

裴文中与组织失掉联系
，

又在仿徨中

开始新的探索
。

周 口店的惊世发现

高星
�
研究员

，

副所长
，

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
，

北

京 �创�川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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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��� 年春
，

在 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撅的安

排下
，

裴文中赴周 口店工作
，

帮助周 口店发掘主持人

杨钟健做后勤管理
。

到周 口店工作实为生计所迫
，

但

勤奋好学而敬业的他却在岑寂的龙骨山干出了一番轰

轰烈烈的事业
。

先是主动参加发掘工作
，

成为辨认化

石能手 � 翌年春开始主持周 口 店发掘
，

于 ����年 ��

月 � 日亲手发掘 出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
，

举世轰

动
。
因为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

， “
直立人

”
这一古

人类演化阶段得以确立
，

进化论在人类演化中得到了

印证
，

在此之前发现于印尼的
“
爪哇人

” ，

也得以 回

归人类大家庭之中
。

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的轰动性
，

在一定程度上埋

没了裴文中在周 口店的其他重大发现和研究成果
。

实

际上北京猿人的头三具头盖骨都是裴文中发现的
，

而

且还远不止这些
。
����年他在周 口 店第 �地点发现

并采集用火遗迹
，

这是周 口店研究的又一里程碑
。

在

接下来的两年内裴文中又从周 口店第 �地点出土物和

地层中辨识出石制品
。

加之早已 出土的丰富的动物化

石
，

他在周 口店遗址材料发现方面的功绩近于圆满
。

石器的发现和确认虽不及猿人头盖骨那样引人注

目
，

但却少有 了偶然的成分
，

发现过程更加曲折
，

科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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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索和原创精神更加体现得淋漓尽致
。

当时学术界对

史前人类技术和开发原料能力的认识还十分粗浅
，

在

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大�采用石英做工具的先例在世界

上极为罕见
。

在裴文中正式提出周 口店洞穴中这些锋

利的石英片是中国猿人的工具并遭到当时学术权威的

质疑时
，

他独辟蹊径
，

采用模拟实验
、

对人工打击和使

用所产生的疤痕同 自然破损痕迹进行显微观察与比较

的方法
，

使得一项重大发现得以科学地论证
，

并最终被

权威认可
。

在对周 口店石英制品的实验和观察中
，

裴

文中发现了当时人类开发该种石料的独特方法
，

并命

名为
“
砸击技术

” 。

这些开创性的工作使周 口店由一处

古脊椎动物化石地点跃升为一处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

古人类和考古遗址
，

成为人类演化的圣地
，
����年被

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
。

考古方法的改革和创新

袭文中改革的考古发拥方法 以 �米�� 来为一方
，
���

米厚为一个水平层
，

每天从三个不 同角度进行照像记录
，

在

每一水平层上绘制平面 图
，

将重要遗物与遗过标 注在平面

图上
�

对 出土的石制品和重要动物化石 则进行 系统的编号
。

在 ���� 年之前
，

周 口店的发掘完全采用
“
散挖

”
方

法
，

以将动物化石和其他遗物挖掘出土为 目的
。

裴文

中感到该方法过于粗陋
，

许多科学信息未被收集
。

����年他主导了周 口店发掘的第一次改革
，

借鉴当时

安 阳殷墟和西阴村的发掘方法
，

采用探沟和打格分方

相结合的方式
。

次年在发掘山顶洞时
，

对发掘和记录

方法又进行更细
、

更深人的改革
，

发展为当时考古发掘

中最为规范
、

最为细致的规程
，

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一直

被遵循和效法
。

为解决发掘土石的运输问题
，

提高工

作效率
，

他又亲 自设计了一些简单的机械
，

实现了发掘

运输的
“
机器化

” 。

周 口店发掘方法的改革体现了裴文

中精益求精的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
。

中国旧石器考古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是裴文中铺垫

的
。

毋庸讳言
，

最初该学科的基本方法是由德 日进
、

步

日耶等法国学者传人中国的
，

但这些基于西欧石器材

料的方法在周 口店陷人困境
。

为了证实与中国猿人伴

生的痕迹不清楚
、

形态不规则的石英石片是古人类制

品
，

裴文中进行了几方面的尝试
�

其一
，

石器制作实验
，

以此观察人工石英制品的形态特征
，

并从中发现了有

效开发石英原料的砸击技术 �其二
，

采集 自然碎石与标

本进行对 比观察 �其三
，

通过对破裂面的光泽
、

破损和

断 口形态及裂纹
、

波纹等特征的显微观察
，

确立人工与

非人工标本的区别标准
。

从这些方面
，

我们可以触摸

到现代流行的以模拟石器的制作与使用为核心的实验

考古学和以解析石器功能为宗旨的使用痕迹分析的根

系 � 裴文中的成就确立了他在这些分支学科发展史上

的开拓者地位
，

受到西方学术界的推崇
。

����年裴文中赴巴黎留学
。

在博士论文研究期间
，

他将石器的制作实验和人工与非人工标本的对比观察

进一步推向系统和成熟
。

此项研究最精彩的部分是对

非人工破碎而又易 于与人工石制 品混淆 的碎石的观

察
，

所涉及的 自然营力包括温度作用
、

地层挤压错动
、

树木根系挤压作用
、

水流搬运作用
、

冰川作用
、

海洋作

用
、

风蚀作用
、

车辆碾压作用
、

机器
“
造假

” 、

动物践踏等
，

在此基础上完成的《石器与非石器之区别 》一文是一部
石器研究的里程碑式文献

，

至今仍有重要的启示
。

裴文中对考古遗址出土的碎骨也进行了类似的研

究
，

所观察的项 目包括动物咬痕和抓痕
、

化学腐蚀
、

水和机械作用等
，

并结合标本列举了一些易于误判的

例证
，

如化石上的 自然穿孔
、

假铭文或假雕刻
、

机械

作用产生的假骨器等
。

基于这样的观察和研究
，

裴文

中对中国猿人的骨器问题重新进行了审视
，

由原来受

步 日耶影响认同碎骨 中有骨器而转为更加懊重 的态

度
，

指出动物骨骼破碎与石器制作有诸多不同 � 即使

是人工破碎的骨骼
，

也还有敲骨吸做这样非工具制作

的现象
。

有鉴于此
，

裴先生谆谆教诲
� “

要牢记这一

点
，

在确认骨化石上的史前人类加工痕迹之前
，

一定

要非常谨懊
” 。

埋藏学的先驱

裴文中上述对碎石
、

碎骨的成因和环境研究成为

后起于西方的考古埋藏学的核心内容
。

他在周 口 店早

期发掘时对遗物的分布和埋藏情况给予了更全面的关

注
。

在发掘鸽子堂石英 � 层时
，

他注意到存在动物

化石种类失衡的现象
，

即有大量的食草动物而鲜有食

肉动物
�

据此推测是古人类猎食所致
。

他根据出土的

� �科学》�双月刊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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骨骼多具有新鲜的破裂边缘的现象推测

，

这些骨骼在

形成后未经历长时间的风化作用
，

很快得以埋藏
。

对

于山顶洞遗址
，

他也从埋藏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
，

根

据人骨化石上的赤铁矿粉和装饰品的分布位置
，

以及

人骨的出土状态
，

判断其为一处墓葬
，

并指出墓葬形

成后发生过动物的扰动和坍塌石块的破坏作用
。

可见

裴文中在周 口店的发掘和研究中已经涉及到考古遗存

的形成过程和后天各种营力对遗址的改造作用
，

并通

过动物碎骨的种类 比例
、

破碎状况
、

风化和磨蚀程度

等推断遗址的性质和埋藏条件
，

并提取古人类的行为

信息
�

故称他是埋藏学的先驱是当之无愧的
。

倡导古生态古环境研究

裴文中很早就在旧石器考古研究中关注环境对古

人类生存和文化的影响
。

在研究周 口店第 巧 地点时
，

他根据动物群中一些有气候环境标志的种属
，

对当时

当地的生态环境做这样的推测
�
以草原生态为主

，

一

些 山坡被森林覆盖
，

高地或坡脚 间或分布着沙漠条

带
。

当他首次尝试将中国的古人类遗存与欧洲 的材料

进行比较研究时
，

他更是依赖于环境方面的资料以弥

补中西文化间缺乏可比性的不足
，

将动物群组分
、

冰

期与间冰期更替等多项环境指标引入古环境研究
，

为

中国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文化寻求与欧洲遗存的对应关

系
，

建立起中国的古人类演化和古文化发展序列
。

如

此多方位研究古人类的生存环境以及考古学文化与环

境的藕合关系
，

裴文中不但在中国是第一人
，

在当时

的 国际学术界也是执牛耳者
。
����年裴文 中撰文专

门讨论
“
中国原始人类的生活环境

” ，

指 出
“
人和动

物的主要区别之一
，

是他们和生活环境的关系
。

动物

的生活完全受外界环境支配
，

它们用 自己 的身体来适

应 自然环境
。

人类则不一样
。

人类用两只手从事劳

动
，

改造 自然
，

创造一切生活的条件
，

来克服 自然界

所加在他们身上的困难
。 ”
在这里

，

裴文中又将动物

地理区划和抱粉学等手段引人古人类环境研究
，

在此

方面开了学术先河
。

在此之后兴起于美英的
“
新考古

学
”
开始关注环境问题

，

并将古环境特点作为文化和

古人类行为变异的主要动因
，

应该说也是步其后尘
。

开创 中国第四纪哺乳动物学和生物地层学

在周 口 店发掘的早期
，

裴文中即对遗址出土的动

物化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
。
����年代初他独 自发表两

部有关周 口店哺乳动物化石的专著—《周 口 店第五

地点的哺乳动物遗存》和 《周 口 店第一地点的食肉类 》 ，

并与杨中健
、

德 日进等合作发表了若干相关的论文和

专著
。

这些论著不仅记述 了大量哺乳动物新属
、

新种
，

充实了 中国北方第四纪哺乳动物群的内容
，

而且这些

化石系裴文中等亲 自采集
，

有可靠的地点
、

地层和地质

纪录
，

从而莫定 了中国第 四纪哺乳动物学以及与此密

切相关的生物地层学的坚实基础
。

����年 以后裴文中独 自擎起 了 中国第 四纪哺乳

动物学和生物地层学这面大旗
，

在战乱期间又发表 �

部有关周 口店哺乳动物的专著
，

以及近 �� 篇有关周 口

店及华南地层和哺乳类化石的论文
。

建国后裴文中在

此领域更是大显身手
，

主持了若干 田野项 目
，

发表了大

量论著
，

建立 了多个第四纪哺乳动物群
，

尤其在食肉

类
、

长鼻类
、

华南大熊猫 一剑齿象动物群
、

华南洞穴堆

积的研究 中
，

匠心独运
，

成就显著
。
����一���� 年

，

他

连续发表数篇论文
，

将中国第四纪哺乳动物的分布划

分为华北区
、

华南区
、

淮河区和东北区
。

在这些动物地

理区内又划分出不同时代的动物群
，

指出其生态属性

和地层标志
。

这成为中国第四纪地质学最重要的理论

体系之一
，

构筑了中国第 四纪哺乳动物学和生物地层

学的基本框架
。

����年代
，

美 国学者在研究 四川万县盐井沟动

物群时
，

发现多种哺乳动物在体型上都 比现代种类

大
，

当时中外学者都用博格曼定律加以解释
，

认为第

四纪哺乳动物体型增大是由于气候寒冷的缘故
。

裴文

中于 ���� 年代发表 了两篇文章
，

根据 自己 的研究实

践和北美
、

欧洲
、

广西巨猿洞 以及其他洞穴哺乳动物

的情况
，

指出博格曼定律并不是绝对的
。

他列举 了大

熊猫
、

摸
、

豺以及巨猿的例子
，

说明在更新世初期和

中期都有体型增大和减小的种类
，

同一种动物在第四

纪不同时期也有体型大小的区别
。

它们并非因时代不

同
、

也不是因一个时期气候寒冷或温暖而有体型增大

和缩小的变化
，

对此问题必须另辟蹊径寻找原因
。

德

帕锐 ��
�

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 的

“
古生物体型增大定律

”
认为

，

在每一个古生物的分支中
，

都是以小的体型开始
，

以

后体型逐渐增大
，

最后达到最大的体型
，

然后这一分

支就绝灭
。

裴文中认为这也存在着缺欠
。

他列举了欧

洲地中海诸岛上侏儒象和侏儒河马的例子
，

将德帕锐

的定律修正为
�

古生物的一个种或一个小分支不是在

达到最大体型阶段后绝灭
，

而是在达到最大体型后体

型又缩小
，

在体型缩小阶段中绝灭
。

这些研究成果表

明他不迷信国外的权威和理论
，

而是注重独立思考
，

敢于挑战和创新
。

架设 中国 旧石器时代文化体系框架

中国旧石器考古学文化体系的雏形是裴文中确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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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，

而确立这一体系的基地是周 口 店
。

在此之前
，

中国

旧石器遗存仅在一个单一时间平面上呈现点状分布
。

����年裴文中与德 日进发表 《周 口店中国猿人堆积层

的石工业 》 ，

在周 口 店第 �地点建立起 �
、
�

、

� 三个文

化带
，

中国旧石器文化纵向体系的第一块基石得以铺

垫
。

其后周 口 店第 ��
、

巧 地点和山顶洞被发现
、

发掘

和研究
，

中国 旧石器文化发展序列 的时代框架被拉开

和伸张了
。
以后更随着元谋

、

蓝 田
、

丁村
、

大荔
、

观音洞
、

许家窑
、

峙峪
、

小南海等一系列遗址的发现
，

中国 旧石

器文化体系 日渐丰满
、

日趋完整
。

中国旧石器文化的早
、

中
、

晚三期演化模式也是裴

文中建立起来的
。
����年将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

展序列排列为
�
早期是周 口店第 �� 地点一第 �地点。

第 �� 地点
，

中期以包括水洞沟和萨拉乌苏的
“
河套文

化
”
为代表

，

晚期为山顶洞
。

在 ���� 年的文章中
，

他进

一步将中国猿人文化
、

蓝 田猿人文化和匿河文化作为

中国 旧石器早期 的代表
，

将丁村文化作为 旧石器 中期

的代表
，

而将萨拉乌苏
、

水洞沟
、

山顶洞遗存作为 旧石

器时代晚期 的代表
，

并增加 了 以
“
沙苑文化

”
为代表的

“
可能的中石器时代

” 。

这样的分期方案以后虽有微调
，

但基本框架得 以保留并沿用至今
。

铺垫中国史前史的基石

裴文中在史前考古学方面的开拓和贡献不局限于

旧石器时代
，

在其他阶段的考古研究中亦有诸多开创之

功
。
����年他在广西武鸣和桂林的 �个洞穴中发现大

量打制石器和少量磨制石器
，

伴生动物皆为现生种
，

于

是首次提出中国存在中石器遗存
，

介于旧石器时代与新

石器时代间
。
����年他在内蒙古扎费诺尔调查试掘时

，

认为该遗址的
“

扎资期
”
和黑龙江顾乡屯遗址的文化遗

存属中石器时代
。

但以后他根据新材料改变了观点
，

认

为中国可能不存在真正的中石器时代遗存
。

这样他便提

出 了一个富有 自我挑战
、

自我否定精神的命题
，

直至今

日我国的史前考古学界仍在破解这道命题
。

裴文中在中国最早关注细石器研究问题
。
����年

代末他即在甘肃和青海地区采集过细石器标本并加以

报道和描述
。

其后他开始致力于细石器遗存的综合分

析
，

提出
“
细石器文化

”
的概念

，

主张从西伯利亚到欧洲

的细石器文化是连接为一体的
，

在较晚的时候在长城

附近与仰韶文化相接触
，

形成混合文化
。

裴文中将细

石器遗存作为一个文化和技术体系来看待
，

而不认为

它代表一个考古学时代或人类技术的特定发展阶段
，

在这一点上后来的一些学者发生了混乱
。

他对中国细

石器遗存源流的研究为后来诸多学者所继承
�

至今仍

是一个研究热点
。

裴文中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拓荒者之一
，

尤其在西北地区做了一些开拓性的工作
。
����年他在

甘肃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野外考察
，

在渭河上游
、

西汉

水流域
、

挑河流域以及兰州附近的黄河沿岸做过 �个

多月 的调查和试掘
，

发现遗址 �� 处
。

����年他又在甘

肃河西走廊
、

青海惶水流域和青海湖附近做过 �个月

的考察
。

当时西北一片乱象
，

到处是兵勇和流寇
，

致使

考察充满艰辛
、

险象环生
。

裴文中以
“
少将军衔

”
和当地

“
老大

”
的字条为护身符

，

持握手铲
，

穿行于破败村镇和

荒僻山野间
，

在残垣断壁上寻觅中华文明的源头
。

考察

收获巨大
，

他首次记述了该地区的石灰居住面 �从陶器

类型和地理障碍等方面论证了
“
仰韶文化西来说

”
之不

科学之处
�对甘青地区史前文化之分布

、

分期和史前时

期
“
丝绸之路

”
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

，

命名 了
“
齐家文

化
”
和

“
沙井文化

” 。

这些发现和研究为建立西北地区的

史前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
。

从 ���� 年代起
，

裴文 中便在总结 旧石器
、

中石器

和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存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
，

致力

于建立中国石器时代考古学体系和远古文化发展史
。

他的宏篇 巨著��史前考古学概论 》一稿 ，

洋洋 �� 余万

言
，

不幸于战乱中佚散
，

仅序论部分得以保存
。

他根据

当时的社会理论和考古材料
，

将
“
原始社会

”
划分为 �

个时期
�
自然群时期

，

相 当于 旧石器时代初期和 中期 �

“
原始氏族社会

”
时期

，

相当于 旧石器时代晚期至中石

器时代 �“
母系氏族社会

”
时期

，

相当于新石器时代 �“ 父

系氏族社会
”
时期

，

相当于铜器时代
。

从中可见他视野

广阔
，

注重用考古学的材料来阐释重大的社会问题
。

在陶器类型学研究方面裴文 中也引领学术之先
。

他发表于 ����年的 《中国古代陶扁及陶鼎之研究 》 ，

是

我国陶器类型学研究的一篇早期代表性作品
。

该文配

有精美写实的线图
，

清楚地勾画出新石器至商周时期

的陶蔺和陶鼎的特点和演变趋势
。

中国考古学历来以

地层学和类型学为两大法宝
，

这篇文献无疑是中国考

古类型学的奠基作之一
。

博物馆建设与人才培养

裴文中还是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开拓者之一
。
����

年 �� 月他在燕京大学筹建
“
史前陈列馆

” ，

为中国历

史类博物馆首创
。

虽陈列面积仅 ���平方米
，

但馆

中收集的史前古物极为丰富
，

其中大部分为他在周 口

店发掘所得
，

在史前考古学有重要价值
。

陈列品 中还

有他从法国带回 的欧洲 旧石器主要文化期的代表性石

器
。
����年抗战胜利后他将该馆改名为史前博物馆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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嘎
对展 品进行 了 整理和补充

。
����年新 中 国成立后

，

裴文中应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锋的邀请出任该局博物

馆处处长
，

并根据当时的情况提 出
“
暂时维持现状

，

逐步改造旧博物馆
”
的工作方针

，

以后发展成为以改

造原有博物馆为主
，

陈列 以 自然资源
、

历史发展和民

主建设为主的方针
，

对发展我国博物馆事业起到指导

性作用
。
���� 年 中央 自然博物馆筹备处成立

，

裴文

中任主任 � ����年故宫博物院临时办事处成立
，

裴

文中亦为主任
。

其后他还筹办了设于厂甸 的
“

从猿到

人
”
展览

，

筹划 了周 口店北京猿人博物馆的建设
，

指

导了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陈列的史前展陈规划
，
����

年被任命为北京 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
。

裴文中还是一名卓越的教育家
，

尤其在史前史和

考古教学方面成效卓著
，

桃李遍地
。

早在 ����年秋即

在燕京大学任教
，

讲授史前考古学
，

在中国开史前考古

教学之先河
。
����年他应聘去北京师范大学地质系

，

���� 年回燕京大学历史系任教
，

讲授
“
考古学

” 。
����

年又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和中法大学兼职教授
。

����一���� 年
，

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
、

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 �次考

古人员训练班 �戏称黄埔 �期 �
，

均 以裴文 中为班主

任
。

他亲 自编写讲义
、

授课
、

指导学员 田野实习
，

并

承担教学的组织工作
，

广请当时中国文物考古界和史

学界名流为学员讲课
。
�期训练班共培训 ��� 人

，

对

中国考古学和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
。

裴文中还与梁思永
、

向达共同发起北京大学历史

系考古专业的创办工作
。

���� 年 �� 月北大考古教研

室成立
，

裴文中兼任教授
，

负责石器时代教研组
，

主讲

史前考古学
，

并组织各门课程教学小组进行教材讨论
。

为使北大的考古教学能有一个 良好 的资料和标本条

件
，

他无私地将 自己收藏的有关欧洲 旧石器考古方面

的书籍和珍贵的洞穴壁画图册放置于历史系
，

供师生

们查阅
，

并将其历尽艰辛从欧洲带 回 的石器和原始艺

术标本的部分典型者捐献给考古专业
，

为教学提供 了

极大的方便
。

这些标本成为 日后建立的北京大学考古

学系 旧石器考古标本室的镇室之宝
，

今 日仍在为学术

研究和人才培养发挥着作用
。

为解决古人类和旧石器考古方面专门人才的匾乏

问题
，

在裴文中和贾兰坡的组织下
，

中国科学院古脊椎

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从 ����年起
，

数度在周 口 店举办

古人类 一旧石器考古 田野培训班
，

学员来 自全国各地
，

使中国 旧石器考古学和古脊椎动物学的第二代研究力

�开始成长
。

裴文中于五
、

六十年代招收多名研究生
，

并对在职青年科研人员进行专题指导
，

力求新的一代

在 旧石器考古学
、

史前考古学
、

博物馆学
、

第 四纪生物

地层学
、

第四纪哺乳动物学和古环境学方面皆有专攻
，

足见他有带领新生力量在各个分支领域开拓进取
、

一

展宏图的雄心壮志
，

遗憾的是如此 良好事态被突如其

来的政治风暴所遏制
。

把 ��岁 当作 �� 岁来过

裴文中先生不断进取
，

不断创新
，

即使在晚年仍锐

气不减
，

奋斗不 已
。

����年代中期
，

部分恢复学术 自由

的裴文中在其学生张森水的辅佐下
，

承担了对北京猿

人石器工业的综合研究
。

面对这一庞杂的材料体系
，

裴
、

张二人将定量方法引人研究之中
，

用大�科学数据

展示北京人的石器技术与类型的特点和演变
，

解决了

周 口店石器工业的发展变化问题
，

将中国 旧石器考古

学的规范化和定量研究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
。

����年

他东渡 日本讲学
，

根据中国大陆与 日本列岛出土的动

物化石和旧石器遗存的 比较研究和古地理变化
，

以
“
从

古文化及古生物上看中 日的古交通
”
为题发表演讲

，

指

出
“
在第四纪的大部分时间 内

，

亚洲大陆与 日本列岛曾

以陆地相连
” ， “
华北与 日本的 旧石器文化具有许多共

同特征
” ， “
在中更新世之末和晚更新世之初

，

在 日本和

华北之间没有古代人类不可逾越的天然障碍
” 。

该论点

的提出引起中外学术界的广泛反响
，

为区域间的古环

境
、

古文化研究奠定了新的基调
。

裴文中是从 田野中走出 的科学家
，

一生的很大一

部分时间是在野外考察中度过的
。

晚年因
“
文革

”
的摧

残体弱多病
，

有时大小便失禁
，

但他仍然坚持到野外考

察
，

疲惫的身影 出现在河北泥河湾
、

内蒙古扎资诺尔
、

贵州穿洞… …并留下
“
要把 �� 岁 当作 ��岁来过

”
的名

言
。

在逝世前一个月
，

他还在信中勾画 自己 的考察路

线
��月去柳州

，

再去杭州
，

最后到安徽和县 �明年去满

洲里
，

去贵州 …… ����年 �月 �� 日
，

裴先生带着这样

的工作计划和对挚爱事业的眷恋与世长辞
。

裴文中先生是中国 ��世纪的科学精英
，

是地质学

界
、

古人类学界和考古学界的一代宗师
，

也是卓有成就

的文学家
、

科普作家和教育家
，

还是文博界的重要领导

者
。

能同时开辟几个学科领域
，

并在其他学术天地中引

领风骚
，

不能不说是个奇迹
，

后人很难望其项背
。

能取

得这样辉煌的成就
，

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不断探索
、

勇

于创新的精神
。

这种精神应该成为今天所开展的
‘ ·

知识

创新工程
”
的精髓 �

关健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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